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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精選課程教師計畫概述 

一、 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臺東縣立知本國民中學 

學校地址 臺東市青海路三段 680 號 

聯絡資訊 

校長 
姓名 鄭瑞銀校長 電話 

Email 

本計畫 

申請教師 

姓名 劉吉益 職稱 教務主任 

電話 手機 

Email 

全校學生數 七年級：3 班 37 人。八年級：3 班 36 人。九年級： 3 班 43 人 

視覺藝術 

任課教師 

七年級教師 姓名：劉吉益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4 

八年級教師 姓名：劉吉益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3 

九年級教師 姓名：劉吉益 

任教節數 科目：視覺藝術 節數 1 

學校實施美

感課程經驗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完美族藝/劉吉益

/295 人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風知我藝/劉吉益

/280 人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框住美/劉吉益

/280 人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劉吉益/60 人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重拾被遺忘的技藝/劉吉

益/60 人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重拾被遺忘的技藝/劉吉

益/75 人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儲備核心教師實驗課程實施計畫/優雅的盛會/劉吉益/75

人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種子教師/完美族藝/劉吉益

/126 人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種子教師/力與美的窗花/劉吉

益/126 人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種子教師/杵臼搗「杜侖」(麻

糬)體驗/劉吉益/134 人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部美感與設計創新計畫種子教師/樹皮衣變!變!變!/劉

吉益/134 人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計畫/玩美族藝/劉吉益/150 人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計畫/優雅的盛會/劉吉益/150 人

■111學年度第1學期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計畫/重拾被遺忘的技藝(樹皮衣)/

劉吉益/55 人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民中學美感精進課程計畫/框住美/劉吉益/55 人



4 

二、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精選課程內容與教學進度 

實施年級： 七、八、九年級 每週堂數：  ■單堂   □連堂

實施班級數：4 班 學生數： 50 人 

七年級授課教師：  劉吉益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_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八年級授課教師：  劉吉益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_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九年級授課教師：  劉吉益      授課班級：■普通班______班     □美術班_______班

（請將選擇之《美感行動誌》課程資料填入下方） 

一、《美感行動誌》挑選示例：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色彩 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綜合 

課程設定：■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課程名稱：完美族藝  

二、《美感行動誌》挑選示例： 

美感構面類型勾選：■色彩質感 比例 構成 構造 結構 綜合 

課程設定：■發現為主的初階歷程 探索為主的中階歷程 應用為主的高階歷程 

課程名稱：重拾被遺忘的技藝：樹皮衣 2   

學生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 

* 先修科目：

□曾修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並未修習美感教育課程

* 先備能力：（概述學生預想現狀及需求）

1.七年級的學生剛剛從小學升上國中，對於美術課程的基本能力僅在於紙張的剪、摺，基本

的繪畫技法較缺乏。

2.以紙張的裁切技法來說，剪刀的使用會比美工刀熟習。

3.學生尚未參與過美感課程，對於六個構面並不熟習。

一、課程概述： 

1、課程設計以美感構面的「色彩」為教學核心主軸，介紹台灣各原住民文化特色，以台東在 

地原住民卑南、阿美及達悟族為主。 

2、從原住民傳統服飾中，介紹傳統服飾的小飾物件色彩搭配，如何產生美感感受。 

3、從顏色素材中，延伸到色彩搭配的美感形式運用。 

4、讓學生運用原住民文化，結合當地文化色彩，設計製作出作品。 

5、作品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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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若有融入重大議題或配合校本、跨域、學校活動，可列舉） 

既有目標/能力指標： 

學生將會： 

1、 學生將會運用在地台東阿美、卑南、達悟族原住民傳統服飾的色彩，運用在現代

生活物件設計上。 

2、 學生將會運用小組成員分組討論與共同學習，進行分工合作達成學習目標。 

核心概念： 關鍵問題： 

1、 從原住民傳統服飾中，運用色彩協調搭

配美感形式。 

2、 運用不同色彩素材規劃設計，呈現美感 

    感受。 

1、原住民傳統技藝流失。 

2、漢人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相衝突。 

學生將知道/知識： 學生將能夠/技能： 

1、 將知道原住民各種族群中，運用不 

    同色彩選擇方法，形成的視覺美感。 

2、 能覺知不同色彩搭配設計，呈現美 

    感感受。 

1、能覺知各原住民族群中，色彩所呈現意 

   義與感受。 

2、能說出原住民傳統藝術中，不同色彩的 

   運用。 

a.六堂課的階段步驟簡列：

【第一堂課】 原色原味：引導學生討論原住民族群分布與各族服飾色彩代表文化差異。 

【第二堂課】 布布驚奇：從原住民各族服飾中，介紹色彩搭配形式的視覺美感。 

【第三堂課】 頭頭飾道：從原住民服飾中學習到色彩美感運用。 

【第四堂課】 課堂實作：設計製作物件，學生設計實作。 

【第五堂課】 課堂實作：設計製作物件，學生設計實作。 

【第六堂課】 藝姿獨秀：作品成果發表。 

b.Show & Tell 提問與反思：

1、您能說出現在台灣原住民有幾族？文化特色是什麼？

2、您可以用顏色來區分代表各族文化嗎？為什麼您會用這個顏色來代表這個族群呢？

3、仔細觀察原住民各族群文化色彩，您比較喜歡什麼顏色？為什麼？

4、在色彩的運用上，如何選擇出協調的色彩，你選擇的色彩放在同一個畫面上有呈現你期

待的效果嗎？ 

5、你的畫面色彩搭配是否需要透過顏色明暗、彩度的調整來做修正？ 

6、色彩在畫面上佔的大小比例是不是會影響視覺美感？那你打算如何分配你圖面上的色

彩？ 

7、設計製作中，分享一下你為什麼選擇這些顏色？你選擇這些顏色是希望呈現什麼樣的感

覺？在分配色彩的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問題？你覺得哪些色彩需要調整？或是哪些色彩分

配的比例需要調整？ 

c.以上請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1.簡要說明課程意圖

希望學生可以透過教學活動學習仔細觀察自己原住民的生活文化，並思考自己的生活文化中，

「美」、「不美」是由於什麼原因造成的？並透過課程認識自己文化色彩的選擇與搭配，可能改

善我們生活周遭的視覺美感，學習並運用如何正確選擇、搭配、協調的色彩，讓更多的美感色

彩元素出現在我們自已的生活文化中。

三、教學進度表（依參採課程示例，調整授課進度） 

週次 
上課
日期 

項目 
課程內容 

(可複製課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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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4

～

11/08 

單元目標 原色原味 

操作描述 

1.認知何謂美？與不美？能分辨差異。 

2.介紹原住民各族群的分布區域。 

3.介紹各族群男、女服飾種類、服飾色彩、服飾代表文化差異。 

2 

11/11

～

11/15 

單元目標 布布驚奇 

操作描述 

1.運用不同顏色素材，引導學生認識色彩在畫面佔的大小比例，會不會

影響視覺美感。 

2.提供不同的明暗、深淺色彩材料，讓學生覺知色彩與美感關係。 

3 

11/18

～

11/22 

單元目標 頭頭飾道 

操作描述 

1.引導學生在色彩的運用上，能選擇出協調的色彩。 

2.引導學生運用不同顏色，透過有秩序的排列組合所呈現的視覺美

感。 

4 

11/25

～

11/29 

單元目標 課堂實作 

操作描述 
1.引導學生從原住民服飾中所學習到色彩美感，運用在設計作品中，

並藉由教師說明解釋引導學生完成設計圖。 

5 

12/02

～

12/06 

單元目標 課堂實作 

操作描述 
1.藉由教師說明解釋引導學生完成設計圖。 

2.提醒學生依照設計圖繼續完成上一節課未完成的工作。 

6 

12/09

～

12/13 

單元目標 藝姿獨秀 

操作描述 
1.完成作品呈現與發表分享。 

2.每分享自己的收穫與學習。 

 

四、預期成果： 

1、能從所提供不同的色彩材料中，覺知色彩與美感關係。 

2、能舉例說出色彩在畫面佔的大小比例，會影響視覺美感。 

3、在色彩的運用上，能選擇出協調的色彩。 

4、能進行分組討論與小組成員共同學習，並分工合作達成學習目標。 

5、能透過色彩的組合運用設計具有美感的物件。 

6、能透過作品呈現來表達自我對美的感受。 

7、能藉由口語表達說明作品設計理念及所具備的美感形式。 

五、參考書籍： 

 

 

六、教學資源：http://taiwan-rakes.weebly.com/9670-store-2592520107.html 

https://yaj10102.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0.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9%B2%E5%BD%A9%E6%8E%92%E5%88%9

7&tbm 

 

 

 
 
 
 
 

http://taiwan-rakes.weebly.com/9670-store-2592520107.html
https://yaj10102.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0.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9%B2%E5%BD%A9%E6%8E%92%E5%88%97&tb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9%B2%E5%BD%A9%E6%8E%92%E5%88%97&t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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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課程執行內容 

一、 核定實驗課程計畫調整情形 

1、 利用原住民的傳統服飾來進行色彩的配色學習，是一項結合原住民色彩美 

  學之學習和應用的課程。教學策略提到，從原住民的傳統服飾、頭飾介紹 

  色彩搭配的美感。 

2、 第二堂課「布布驚奇」運用不同顏色素材，引導學生認識色彩在畫面佔的大 

 小比例會不會影響視覺美感。 

3、 第四與五堂課的製作毛線球實作中，物件大小與色彩的搭配有何不同，是 

 否達到美的精神。 

4、 第六堂課是以各小組作品分享的呈現。  

二、6 小時實驗課程執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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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1: 原色原味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讓學生認知何謂「美」？與「不美」？能分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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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謂美?何謂不美?】教師將班上分組，用教室現有的物件 (書本、鉛筆、書包....)為道具，將

美與不美畫面呈現在桌面上，讓學生說出美在那裡?不美在哪裡?用文字敘述出來! 

2. 介紹原住民各族群的分布區域。 

 

 

 

 

 

 

 

 

 

 

 

 

 

 

 

1. 介紹各族群男、女服飾種類、服飾色彩、服飾代表文化差異。 

 

 

 

 

 

C 課程關鍵思考： 

    教案的設計是讓學生先從『不美』的物件開始，到最後以最美方式將物件呈現出來；學生並

能說出美與不美的詞句用語。剛開始學生好奇的問老師：為何要將書本、筆記…等等要我們將物件

以最不美、最醜的方式呈現？學生越玩越起勁還將使用過的衛生紙、椅子都抬上桌面來，經過三

分鐘小組討論後，推派一位同學到黑板書寫不美的語詞，並進行小組比賽；接下來再用原有物件

將最美的狀態呈現桌面上，再推派一位同學到黑板書寫美的語詞。活動過後經由老師引導、影片

解析比較，並敘述畫面配置的構成元素(a)相異(b)成套的差異性，學生對這一堂課更深入了解『不

美』與『美』、『相異』、『成套』的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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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2: 布布驚奇 

A 課程實施照片： 

 

 

 

 

 

 

 

 

 

 

 

 

 

 

 

 

 

 

 

 

 

 

 

 

 

 

 

 

 

 

 

 

 

 

 

 

 

 

 

 

 

B 學生操作流程： 

1. 介紹原住民族群的分布並以傳統男女服飾圖片引導學生討論傳統服飾中，色彩相互搭

配出美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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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導學生發現不同色彩，透過有秩序的排列組合所呈現的視覺美感。 

3. 利用投影片介紹阿美、卑南、達悟三族各種類型的服飾及色彩其所表達的美感形式。 

 

4. 讓學生透過分組討論了解阿美、卑南、達悟三族群服飾的基本色彩，並運用三原色調

配出族群服飾色彩。 

5. 引導學生進行三原色/明度調色及原住民服飾色彩分析學習單練習。（原色原味學習

單） 

 

 

 

 

 

 

 

 

 

阿美族服裝

達悟族服裝色系 阿美族服裝色系 卑南族服裝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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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關鍵思考： 

1. 能運用基本三原色調配出 12 種色彩，並分析阿美、卑南、達悟三族傳統服飾中，運用

美感表現在服飾中。 

2. 提醒學生原色練習所要呈現的色彩美感形式。 

3. 說明學習單作品的正確答案，並以展示方式陳現給學生觀賞與講評。 

4. 運用不同顏色素材，引導學生認識色彩在畫面佔的大小比例，會不會影響視覺美感。 

5. 提供不同的明暗、深淺色彩材料，讓學生覺知色彩與美感關係。 

6. 小組成員能進行分組討論與共同學習，並分工合作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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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3: 頭頭飾道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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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再一次以不同的色紙讓學生學習色彩比例/編織練習/配色練習，引導學生認識色彩。 

2. 引導學生藉由配色/色彩面積大小比例，是否會影響視覺美感的呈現。 

 

 

 

                                                

 

 

 

 

3. 透過小組分析討論，讓學生嘗試表達不同色彩顏色在服裝設計上的呈現方式。 

4. 引導學生討論如何利用不同色彩的搭配組合形成美感形式。 

5. 透過圖像介紹，讓學生分析原住民傳統頭飾製作中所利用的不同材質。 

6. 引導學生討論如何運用質感的差異，排列組合形成不同的美感形式。 

■複習今天課程重點： 

a.不同的色彩會因為色彩面積比例的差異呈現不同的視覺美感的呈現嗎？ 

b.不同色彩的元素也可以經過排列組合在同一物件上呈現特殊的美感效果。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引導學生在色彩的運用上，能選擇出協調的色彩。 

2.  引導學生運用不同顏色，透過有秩序的排列組合所呈現的視覺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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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4: 課堂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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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繼續上一堂課時作課程：利用色彩三原色(紅藍黃)兩兩調出 12 個顏色，讓學生學習色彩比

例/配色練習，引導學生認識色彩 

C 課程關鍵思考： 

1. 藉由教師說明解釋引導學生完成作品。

2. 提醒學生依照色彩三原色，完成色彩 12 色相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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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 5: 課堂實作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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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1. 完成作品呈現與發表分享。

2. 每分享自己的收穫與學習。

課堂 6: 藝姿獨繡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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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生操作流程： 

 

C 課程關鍵思考： 

1. 引導學生從原住民服飾中所學習到色彩美感，運用在設計作品中，並藉由教師說明解釋

引導學生完成作 

 

三、教學觀察與反思 

    美感課程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會從課程學習歷程中獲得美感經驗。如果教師以「學生為中心-

生活經驗為導向」，有時也會讓學生參與部分的施作，但總覺得不夠深入。雖然 學生參與其中，卻

只是依指令完成動作，在實作的過程中，缺少觀察、思考、對 話，即使完成改造的工作，也無法與

成品產生情感上的連結。 透過設計思考的創意教學策略，不但能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可提

升 教師教學能力，師生互惠，共創雙贏。為鼓勵學生勇於創新突破，當他們有新奇 特別的點子時，

老師要以正向讚美的語言給予肯定，在學生遇到瓶頸時，也要適 時提供較有建設性及具體的建議。

學生經由這樣的學習歷程，不但能引發創意思 維，還能學到其他領域的知識與技巧，而十二年國教

最強調的素養也能在無形當 中培養起來。最終，我們希望美感教育的創新教學，能培養學生「對生

活有感」、 建構「美感知能」及形塑「美感公民意識」，進而成為一位具有美智、美行及美 德的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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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